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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想象一下，一次事故让你的手臂和手指失去了一

切感觉是多么痛苦！再想象一下，10 年后，你的手臂

和手指恢复了感觉，终于可以再次体会到自己端起咖

啡的惬意和手指轻触爱人面庞的温馨，而这又将是怎

样的一种幸福！28 岁的美国小伙内森·科普兰，就经

历了这样一个大悲大喜的人生历程。

一次脑外科手术和一个脑机接口（BCI）系统，让

科普兰重获指尖感觉，而做到这一切的则是美国匹兹

堡大学罗伯特·冈特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在线版

《科学·转化医学》杂志最近刊登了他们的论文，将这

项使科普兰通过脑控机械臂重获感觉能力的研究公

布于众。

“是否有兴趣参加一项实验
性研究”

内森·科普兰是一个乐观的人。

2004年的一个湿冷冬夜，住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

的科普兰遭遇了一场车祸。这次事故使他脊椎受损，

四肢瘫痪，双腿和小臂都失去了知觉。青春年少的科

普兰不得不放弃学业，曾经的梦想也因健康问题不再

放飞。

但生活依然要继续，科普兰也依然乐观。他忙于

观看各种音乐会，体会音符带给他的愉悦；他作为志

愿者参与匹兹堡日本文化协会的各种活动，从卡通动

漫中寻找儿时的快乐。失去健康的年轻人依然找到

了生活中的诸多乐趣。

事故发生后，科普兰注册成为一名参加临床试验

的志愿者，他等待着重获知觉的那一天。10 年后，科

普兰终于等来了匹兹堡大学研究团队的问询：是否有

兴趣参加一项实验性研究？

2015 年春天，经过层层筛选，科普兰被推进了手

术室。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的神经外科医生伊丽莎

白·泰勒-卡巴拉博士，将 4 个只有衬衣纽扣一半大小

的微电极阵列植入了科普兰的大脑。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每一根手指，这真是一种奇妙

的感觉。”手术后大约一个月，内森·科普兰这样说，“有

时候感觉像电刺激的酥麻，有时候感觉到轻轻的压力，

但大多数时候，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手指被触碰。”

泰勒-卡巴拉博士称，科普兰这时虽能感到手指

受到的压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区分所受压力的强度，

但还不能确定所碰触的物体是冷还是热。

科普兰的手术是成功的，但该研究的意义不止于

此。论文作者之一、匹兹堡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安德

鲁·B·施瓦茨博士指出，研究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它告

诉我们，不通过强刺激，对感觉皮层的微刺激也能够

唤起自然感觉。这种微刺激很安全，激起的感觉能力

稳定而持久。

“我们已有了一个伟大的开始”

研究团队使用的脑机接口系统主要由微电极阵

列及其控制系统、机械臂两大部分组成。机械臂的输

入信号，会通过植入负责手臂运动和触觉的脑区微电

极阵列进行传递。

这不是该研究团队第一次尝试脑机接口系统。4

年前，他们开发出的一个脑机接口系统，让因退行性疾

病而四肢瘫痪的简·舒尔曼通过脑控机械臂实现了自

己吃巧克力。在此之前，因摩托车事故而瘫痪的蒂姆·
赫姆斯，已能通过脑控机械臂去轻触自己的女朋友。

然而，对正常人来说，手臂能够自由活动并与周

围事物互动，并不仅仅是因为其脑中所想和手臂肌肉

的运动。通过触觉，我们可以将一块蛋糕和一罐可乐

区分开来，并更轻松地拿起蛋糕。触觉反馈至关重

要，它会告诉大脑怎样移动手臂和手指，要用多大的

力，而这正是研究团队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从 4年前的简·舒尔曼、蒂姆·赫姆斯，到今天的内

森·科普兰，冈特博士领导着研究团队一步步缓慢但

坚定地前行。“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利用大脑的能力帮

助人们找回已经失去但永不忘怀的感觉。”冈特博士

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创建一个系统，能像我们自己

的真实手臂一样运动和感觉的系统。前路漫长，但我

们已有了一个伟大的开始。”

（科技日报华盛顿11月14日电）

“我感觉到自己的每一根手指”
——脑机接口系统助瘫痪者重获指尖触感

本报驻美国记者 刘海英

图片来自网络图片来自网络

■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 11 月 15 日电 （记者聂翠蓉）据

美 国 电 气 与 电 子 工 程 师 协 会（IEEE）网 站 14 日 报

道，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川野由纪夫（音译）和同事利

用碳纳米管研发出首个可移动、可弯曲、可穿戴的

太赫兹扫描仪，能对包括人体在内的三维卷曲物体

进行成像检测。相关研究细节发表在《自然·光学》

杂志网络版上。

太赫兹射线对应的频率范围在电磁光谱的红外和

微波之间，能穿透几乎各种材料且不会造成损害，因

此，太赫兹摄像头在非侵入性高分辨率成像领域运用

潜力广泛，可检测暗藏的武器、识别爆炸物及检查机械

部件缺损等。

但传统太赫兹成像技术用不可弯曲的材料制成，

只适用于检测平面样本，难以对大多数三维卷曲结构

进行扫描，很多安检场所使用的太赫兹扫描仪需旋转

360°才能拍摄到人体各个角度，这使得安检系统体积

过于庞大。

川野和同事利用碳纳米管薄膜设计研制出的首

个可弯曲太赫兹成像装置，能在室温下探测到频率在

0.14 到 39 太赫兹范围内的所有射线，并且可包裹起来

方便携带。利用这种成像仪，他们成功检测出隐藏在

多张纸下的纸屑和锗盘堆中的金属线圈，并找出塑料

盒内潜藏的一块口香糖。他们还识别出塑料瓶内的

金属杂质和注射器上的细微裂口。上述结果表明，新

太赫兹扫描仪可用在工业企业中对非平面产品如塑

料瓶和药品进行快速和多角度检测。

另外，他们开发出可穿戴扫描仪并成功检测到人

手发出的太赫兹射线。川野认为，不需外来太赫兹射

线就能给一只手成像，是太赫兹扫描仪向医学运用迈

出的重要一步，未来可用来检测癌细胞、汗腺和虫牙等

各种健康问题，实时监控自身日常健康状况。

川野表示，接下来他们会将这些新太赫兹成像仪

和信号识别电路与无线通信装置一起集成到单个芯片

上，从而开发出高速太赫兹监控系统。之后会启动实

时医用监控设备的开发工作。

首个可弯曲太赫兹扫描仪问世
由碳纳米管制成 能对三维卷曲结构成像检测

科技日报北京 11 月 15
日电（记者张梦然）物理学家

组织网 13 日消息称，欧洲天

文学家分析阿塔卡玛大型毫

米波天线阵（ALMA）收集的

数据发现，黑洞喷气可以通过

分散和加热星际气体来影响

星系中恒星形成。这一结果

令研究人员备感鼓舞，它展现

了未来对分子云检测的潜力，

同时有助于加深对银河系演

化及命运的理解。

气体会因重力被吸进质量

巨大的黑洞，但又能摆脱重力

影响喷射而出，形成一种黑洞

喷气现象。之前的研究认为，

这种气体最初缓慢喷出，之后

甚至可以被加速至接近光速。

天文学家已经知道，一些

星系的演化会受其中心特大质

量黑洞的影响，在银河系中心

同样盘踞着这样一个黑洞。此

次，由希腊雅典大学带领的一

组 天 体 物 理 学 家 对 星 系

IC5063的观察研究表明，有一

个超大质量黑洞位于该星系中

心，黑洞喷气通过在大面积上

分散和加热大量气体来影响星

系中的恒星形成。黑洞可以将

星系中几乎所有冷气体全都驱

逐，而没有足够的冷气体，星系

不能形成新的恒星。

这项结论是基于欧洲南

方天文台的阿塔卡玛大型毫

米波天线阵收集的数据形成

的。该阵列由66个天线组成，

分布范围最远可达16公里，长

于观测恒星形成过程中的引力坍缩以及遥远的红移辐

射。研究团队在星系IC5063中发现，在大约1.6亿年前，

流向中央黑洞的带电粒子被因高速旋转而产生的磁力线

捕获，并高速向外排出高能电子流，加速了氢气分子云的

外流，而这种流出同样影响了星系及恒星的演化。

相关论文发表在近期出版的《天文和天体物理学》

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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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纳米管制成的可弯曲太赫兹扫描装置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冯卫东）小麦赤

霉病是一种全球性小麦疾病，会造成作物产量急剧下

降，每年给全球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据最新一期

《自然·遗传学》杂志报道，美国科学家在克隆旨在消灭

小麦赤霉病的抗性基因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他们利用

先进的小麦基因组测序技术分离出了具有广谱抗性的

Fhb1基因，这一发现不仅对小麦赤霉病，而且对各种受

到真菌病原体——禾谷镰刀菌感染的类似寄主植物的

抗病防治，也将产生广泛影响。

禾谷镰刀菌产生的毒素使受感染的作物不适合人

类和动物食用，这种农作物病害在美国、加拿大、欧洲、

亚洲和南美洲大规模频繁流行。小麦赤霉病一直以来

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中美科学家经过 20 多年的

研究，只在某几种特定中国本土作物中发现了抗性。

此次，马里兰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等多所大学组

成的研究团队，利用先进的小麦基因组测序技术成功

分离出了具有广谱抗性的 Fhb1 基因。研究人员表示，

掌握了抗性的 DNA 来源后，抗性基因的复制进程将可

在实验室中以更快的方式进行。一旦最终了解了基因

的作用性质，此项发现还可用于控制其他镰刀菌引起

的葫芦、西红柿、土豆等农作物的腐烂。

研究人员未来准备利用 Fhb1克服由病原体造成的

大量农作物病害，并将这种抗性通过育种、转基因、基

因组编辑技术等进行优化后，转移到其他易感染镰刀

菌的农作物中。

美分离出小麦赤霉病抗性基因
对农作物病害防治将产生重大影响

据新华社摩洛哥马拉喀什11月 14日电 （记者

汤沛沛）世界气象组织 14 日在联合国马拉喀什气候

大会上发布报告说，2016 年“很可能”成为有气象记

录以来最热一年。

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全球平均气温预计

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 1.2摄氏度。这一数据进一

步接近《巴黎协定》所定的控制目标。依照这项今年

11月 4日刚刚生效的全球气候协议，各方将致力于把

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 2 摄

氏度之内，并为将升温控制在 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受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全球

平均气温近年来持续升高。2015 年已是有记录以来

最热一年，2016年又可能打破这一记录。这也意味着

有记录以来的 17个最热年份中，16个发生在本世纪。

唯一的例外是1998年，当年也是一个厄尔尼诺年。

厄尔尼诺事件以及长期的气候变化推高全球气

温，致使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为全球带来严重

社会经济损失。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

提醒，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结束，但大量温室气体

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仍在持续。

2016年或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

据新华社东京11月14日电（记者华义）日本国

立情报学研究所 14 日宣布，该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

构发起的人工智能项目今年依然没能“考上”东京大

学，但数学和物理成绩有大幅进步。

2011 年起，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和东京大学、

名古屋大学、富士通研究所等机构合作发起人工智能

项目，以挑战东京大学入学考试难度为目标，意在通

过整合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检验人工智能可在多

大程度上模拟人类思考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今年人工智能在 8 个科目考试中的总分比去年

略有增加，以总分 525 分超过了全国平均分数线 70

分。这一成绩被 512 所私立大学和 23 所国立大学和

公立大学录取的可能性超过 80％。

这一人工智能项目从 2013年起每年挑战日本大

学考试中心的模拟考试题，看其总分能否达到东京大

学的录取标准，但包括今年在内的4次挑战全部失败。

研究小组强调人工智能今年的数学和物理成绩

有大幅进步，但英语和国语成绩依然比较差。今后他

们将暂时放弃让人工智能挑战考东京大学，而是进行

单科强化学习。

人工智能又没“考上”东京大学

11月14日，美国纽

约时报广场“中国屏”播

放中国旅游形象宣传片。

当日，在 2016 中美

旅游年收官之际，中国旅

游形象宣传片登陆美国

纽约时报广场“中国屏”。

新华社记者

李睿摄

中国旅游形象宣传片中国旅游形象宣传片
登陆纽约时报广场登陆纽约时报广场

据新华社旧金山11月14日电（记者马丹）按动力

来源不同，电动汽车一般可分为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

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那么谁将成为电动汽车的未来？

美国与德国研究人员在一项最新研究中对纯电

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进行比较发现，就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而言，纯电动汽车比氢燃料电池汽车更有优

势，是更为环保、经济的选择。

美国斯坦福大学 14 日发布公报说，该校与德国

慕尼黑理工大学研究人员合作，选取了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北部圣克拉拉县洛斯阿尔托斯希尔斯镇为研究

对象，推测了该小镇未来 10 年至 20 年新能源汽车普

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及太阳能使用等情况，并利用

慕尼黑理工大学教授托马斯·哈马赫尔专门开发的计

算机模型进行模拟。

研究人员将相关数据输入计算机，模拟分析发现

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纯电动汽车比氢燃料电池汽车表

现更好。氢燃料电池汽车要想在总体成本上具有竞

争力，在车辆定价上必须比纯电动汽车低很多。然而

实际情况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氢燃料电池汽车都要

比纯电动汽车贵很多。

此前有研究认为，与氢燃料电池汽车相关的氢气

补充设施所储存的多余清洁能源可用于建筑物采暖、

照明等。最新研究认为，2035年只有很少部分以上述

形式保存的氢气能用于建筑物的采暖和照明。

纯电动车比氢燃料电池车更环保


